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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持續調整港澳系統人事 

中共 7月 11日公布「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高層布局，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出任中共中央港澳辦公室主任，核心人士包括副主任周霽、鄭雁雄、鄭新聰、王靈桂

等，以及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紀檢監察組組長施克輝，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室務會成員向斌。另中共 7月 18日公布由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董經緯出任駐

港國安公署署長；繼之於 23 日宣布由劉光源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大公報，2023.7.12、

7.19、7.24）。 

 

 粵港簽署教育合作協議；粵澳舉行年度聯席會議 

在港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見證下，港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與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朱

孔軍簽署「關於加強粵港教育交流與合作框架協議」。內容包括繼續鼓勵粵港高等院

校開展辦學合作、人才聯合培養和科技交流合作；加強粵港職業教育合作，進一步深

化粵港資歷框架合作；推進粵港兩地姊妹學校建設，促進各類交流活動，提高活動交

流質量，以及繼續支持兩地教師協作與培訓交流（大公報，2023.8.25）。 

另今年粵澳聯席會議以「深化粵澳高水平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為主題，澳門特首賀一誠、廣東省省長王偉中共同主持。會後，粵澳並簽署「粵澳共

建智慧城市群合作協議」、「關於建設粵澳社保一窗通（南沙專窗）的備忘錄」及「粵

澳知識產權合作協議（2023-2025年）」的合作文件（澳府新聞公報，2023.9.19）。 

 

 港澳工程師被納入中國大陸人才評價系統 

廣州市推動「廣州市南沙區建築和交通工程專業港澳人才職稱評價管理辦法」，

16 名港澳工程技術人員順利通過評審並獲頒發證書，正式成為中國大陸首批取得建築

工程和交通工程專業職稱的港澳工程人才。這是港澳工程師首次被納入中國大陸人才

評價系統，職稱證書於中國大陸全境通用，且享有與中國大陸工程技術人員相同的晉

升機會和待遇，亦可承接和進行建築工程項目（文匯報，2023.7.28）。 

 

 澳門發行 50億人民幣國債 

中國大陸財政部繼 2019 年及 2022 年後，第三度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國債。本次總

發行規模為 50億人民幣，並首次發行 5年期國債。至今，在澳門發行國債的規模累計

已達 100 億人民幣。澳府表示，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國債，有助澳門市場逐步構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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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曲線，為離岸人民幣產品提供定價基準，促進澳門離岸人民幣市場和債務證券市場

的發展（澳府新聞公報，2023.9.20）。 

 

 澳門設立「中國—葡語國家司法法律研究中心」 

澳門大學與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合作設立「中國—葡語國家司法法律研究中

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段農根與澳大法學院院長唐曉晴簽署合作協議。雙方

並就中國大陸與葡語國家司法交流的現狀及發展願景、陸澳司法法律交流合作等方面

交換意見（澳府新聞公報，2023.9.22）。 

 

 粵港澳舉行大灣區應急救援聯合會議 

會議於今年 9月 20日至 22日在香港舉行，應香港保安局邀請，澳門保安司司長

黃少澤率相關部門代表前往參加，並與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廣東省應急管理廳廳

長王再華、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總隊長張明燦等就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應急管理合作新

機制交換意見。鄧炳強表示，有必要在粵港、粵澳合作機制的基礎上，擬定一份全新

的「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合作框架協議」，整合三方救援力量，以利應急救援

資源的有效利用（澳府新聞公報，2023.9.24）。 

 

 港青對赴大灣區就業反應冷淡 

為鼓勵企業協助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赴「粵港澳大灣區」就業，港府推出補助計畫。

惟媒體發現，申請截止日期由 9 月 30 日延長至今年 12 月 31 日；復以截至 8 月底僅

333 名青年報名獲聘，占預定補助名額的 33.3%，似反映港青對該項計畫反應冷淡，

整體成效不如預期。另香港民間智庫「MWYO」追蹤調查該項計畫發現，參與計畫的

香港青年中，68.3%最終選擇返港工作，僅 31.7%留在大灣區（光傳媒，2023.9.12）。 

 


